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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購買頻度與商品性質觀察由購買頻度與商品性質觀察由購買頻度與商品性質觀察由購買頻度與商品性質觀察    

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 CPI 變動情形變動情形變動情形變動情形    
  

    臺中市消費者物價指數(以下簡稱 CPI)自 102 年 1 月起正式編布，用

以衡量本市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購買商品及服務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

然而，CPI 涵蓋之日常商品與服務種類繁多，經過層層平均之後，個別

項目的價格變動未必能夠反映在總指數的漲跌上，而通常民眾對購買頻

率較高的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變動較為深刻，而對久久購買一次者之價格

變動則較不敏感，且每個家庭對各項商品或服務的支出比例也不同，造

成總指數的變動幅度與個人對物價漲跌的感受常不盡相同。 

為更了解一般民眾對物價變動的感受，分別觀察本市 CPI 近 18 個月

來「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1與「按商品性質別按商品性質別按商品性質別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分類指數分類指數分類指數」2之走勢，以

「變異係數」3與「平均漲跌率」4之統計指標，分析及衡量各分類指數波

動程度與漲跌幅度。 

 

 

 

 

                                                      
1
 各項目之購買頻度，係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據基期年(民國 100 年)「家庭收支記帳調查」資料統計求

得。「「「「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數」」」」區分為「每月至少購買一次」、「每季(未及每月)至少購買一次」、「每

半年(未及每季)至少購買一次」、「每年(未及每半年)至少購買一次」與「每年購買少於一次」等 5
類。各分類指數之內涵詳參附表 1。 

2 「「「「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區分為商品類指數與服務類指數。其中商品類指數又包含非耐久性消費

品、半耐久性消費品與耐久性消費品等 3 類；服務類指數則包含外食費、衣著服務、居住服務、交

通及通訊服務、醫療保健服務、教養娛樂服務與雜項服務等 7 類。各分類指數之內涵詳參附表 1。 
3
 指數之變異係數變異係數變異係數變異係數 = 標準差/(算術)平均數*100，用以衡量波動程度大小。當變異係數愈大，代表該

指數波動程度愈大。 
4
 平均漲跌率平均漲跌率平均漲跌率平均漲跌率為各月漲跌率(與上月比較)幾何平均，其數值代表自 102 年 1 月至 103 年 6 月期間，該

指數平均每月的漲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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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TTTT：總指數 (變異係數：0.77%，平均漲跌率：0.11%)

AAAA：每月至少購買一次 (變異係數：1.36%，平均漲跌率：0.17%)

BBBB：每季(未及每月)至少購買1次 (變異係數：1.96%，平均漲跌率：0.28%)

CCCC：每半年(未及每季)至少購買1次 (變異係數：1.00%，平均漲跌率：0.08%)

DDDD：每年(未及每半年)至少購買1次 (變異係數：0.38%，平均漲跌率：0.05%)

EEEE：每年購買少於一次 (變異係數：0.95%，平均漲跌率：-0.03%)

泡沫愈大泡沫愈大泡沫愈大泡沫愈大，，，，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購買頻度愈高購買頻度愈高購買頻度愈高購買頻度愈高。。。。

一一一一、、、、    購買頻度較高之購買頻度較高之購買頻度較高之購買頻度較高之指數指數指數指數變動幅度較大變動幅度較大變動幅度較大變動幅度較大，，，，上漲幅度上漲幅度上漲幅度上漲幅度亦亦亦亦較高較高較高較高，，，，致使致使致使致使民眾對民眾對民眾對民眾對

於物價波動的感受於物價波動的感受於物價波動的感受於物價波動的感受較較較較為強烈為強烈為強烈為強烈。。。。 

在各項商品與服務中，民眾對購買頻度較高者之價格變動，感受較

為深刻。由圖 1 觀察可知，購買頻度較高之指數(「每季(未及每月)至少

購買一次」與「每月至少購買一次」)，其變異係數均高於購買頻度較低

之指數(「每半年(未及每季)至少購買一次」、「每年購買少於一次」與「每

年(未及每半年)至少購買一次」)。另購買頻度較高者之平均漲跌率亦高

於購買頻度較低者，其中「每年購買少於一次」之平均漲跌率甚至為下

跌(-0.03％)。綜上，購買頻度較高之項目，其價格變動幅度較大，上漲

幅度也較高，因此，相較於總指數，民眾對物價波動與上漲的感受更為

強烈。(詳圖 1) 

圖圖圖圖 1        近近近近 18 月月月月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 CPI 各購買頻度別各購買頻度別各購買頻度別各購買頻度別指數指數指數指數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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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指數 (變異係數0.77%、平均漲跌率0.11%)

商品類 (變異係數1.32%、平均漲跌率0.13%)

服務類 (變異係數0.57%、平均漲跌率0.10%)

指數基期：民國100年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二二二二、、、、    商品類指數波動幅商品類指數波動幅商品類指數波動幅商品類指數波動幅度度度度較服務類大較服務類大較服務類大較服務類大，，，，對商品對商品對商品對商品類類類類消費支出比例愈高消費支出比例愈高消費支出比例愈高消費支出比例愈高之家之家之家之家

庭而言庭而言庭而言庭而言，，，，對對對對物價波動物價波動物價波動物價波動的感受愈強烈的感受愈強烈的感受愈強烈的感受愈強烈。。。。    

本市 CPI 各項目可分為商品類與服務類兩大類指數，其中占權重比

率分別為 44.42％與 55.58％。按其指數走勢觀察，服務類指數各月份走

勢(漲跌方向)與商品類及總指數不盡相同，但商品類之走勢與總指數則更

為相近。 

近 18 個月以來，商品類之變異係數為 1.32％，高於服務類之 0.57

％，顯示商品類之波動程度高於服務類，主因商品類包含波動幅度較大

之蔬菜、水果、肉類與水產品等敏感項目。若家庭對商品的消費支出比

例愈高，愈能感受到物價的波動。另商品類指數之平均漲跌率 0.13％略

高於服務類之 0.10％，但兩者差異不大，亦與總指數相當(0.11％)。(詳

圖 2) 

 

圖圖圖圖 2        近近近近 18 月月月月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 CPI 商品類與服務類指數走勢商品類與服務類指數走勢商品類與服務類指數走勢商品類與服務類指數走勢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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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類 (變異係數1.32%、平均漲跌率0.13%)
非耐久性消費品 (變異係數1.97%、平均漲跌率0.23%)
半耐久性消費品 (變異係數2.10%、平均漲跌率0.01%)
耐久性消費品 (變異係數1.02%、平均漲跌率 -0.20%)

指數基期：民國100年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三三三三、、、、    在在在在商品類指數商品類指數商品類指數商品類指數中中中中，，，，非耐久性非耐久性非耐久性非耐久性與與與與半半半半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之指數之指數之指數之指數波動幅波動幅波動幅波動幅度度度度與與與與平平平平

均漲跌率均漲跌率均漲跌率均漲跌率皆高於皆高於皆高於皆高於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耐久性消費品，，，，使使使使得得得得民眾對於物價上漲或波動的感民眾對於物價上漲或波動的感民眾對於物價上漲或波動的感民眾對於物價上漲或波動的感

受更為強烈受更為強烈受更為強烈受更為強烈。。。。 

    商品類指數可分為「非耐久性消費品」(如各項主副食品、汽油、衛

生紙等家庭消耗品)、「半耐久性消費品」(如衣著、餐具、被胎、背包等)

與「耐久性消費品」(如家電、家具、汽機車、手機等)等 3 類，所占權

數比率分別為 30.43％、5.99％與 8.00％。近 18 月以來，各類指數走勢

均不相同，其中以非耐久性消費品之走勢與商品類走勢最為相近，主因

非耐久性消費品所占權數較大，波動幅度也相對較高。 

    各類指數中，以半耐久性消費品波動幅度最高，變異係數達 2.10％

(主因所包含之成衣類項目具有在冬、夏季初新貨上市，再逐月增加折扣

之特性)，非耐久性消費品 1.97％次之。若按平均漲跌率觀察，則以非耐

久性消費品之 0.23％最高(主因肉類、水產品與水果價格上漲所致)，半耐

久性消費品次之，耐久性消費品則反下跌 0.20％。 

    一般民眾對非耐久性與半耐久性消費品購買頻率較高，且此二者之

波動幅度與平均漲跌率又均高於久久購買一次之耐久性消費品，致使民

眾對於物價上漲或波動的感受更為強烈。(詳圖 3) 

圖圖圖圖 3        近近近近 18 月月月月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 CPI 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指數走勢指數走勢指數走勢指數走勢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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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S：服務類指數 (變異係數：0.57%，平均漲跌率：0.10%)

S1：外食費 (變異係數：1.41%，平均漲跌率：0.25%)

S2：衣著服務 (變異係數：1.03%，平均漲跌率：-0.14%)

S3：居住服務 (變異係數：0.57%，平均漲跌率：0.09%)

S4：交通及通訊服務 (變異係數：0.89%，平均漲跌率：-0.10%)

S5：醫療保健服務 (變異係數：0.19%，平均漲跌率：0.04%)

S6：教養娛樂服務 (變異係數：1.05%，平均漲跌率：0.09%)

S7：雜項服務 (變異係數：3.56%，平均漲跌率：0.19%)

泡沫愈大泡沫愈大泡沫愈大泡沫愈大，，，，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所所所所

占權數比率占權數比率占權數比率占權數比率愈高愈高愈高愈高。。。。

四四四四、、、、    在服務類指數中在服務類指數中在服務類指數中在服務類指數中，，，，雜項服務與雜項服務與雜項服務與雜項服務與外食外食外食外食費費費費之之之之指數指數指數指數波動幅波動幅波動幅波動幅度度度度與上漲率均與上漲率均與上漲率均與上漲率均較較較較

大大大大，，，，若若若若民眾民眾民眾民眾對對對對雜項服務與外食費雜項服務與外食費雜項服務與外食費雜項服務與外食費之支出比例愈高之支出比例愈高之支出比例愈高之支出比例愈高，，，，對物價上漲的感對物價上漲的感對物價上漲的感對物價上漲的感

受愈強烈受愈強烈受愈強烈受愈強烈。。。。 

    服務類指數可細分為外食費、衣著服務、居住服務、交通及通訊服

務、醫療保健服務、教養娛樂服務與雜項服務等 7 類，其中居住服務所

占權重 18.54％最高(因包含房屋租金)，其次為教養娛樂服務 12.62％(含

學雜費、國內外旅遊等)，再其次為外食服務 10.28％。 

    由圖 4 顯示，雜項服務之變異係數 3.56％為最高，主因保母費、剪

燙髮等項目具有遇年節加價之特性；其次為外食費 1.41％，主因今(103)

年農曆過年後外食商家紛紛反映營業成本提高售價。上述二項指數除波

動幅度較高外，平均漲跌率亦均在 0.19％以上，顯示民眾若對雜項服務

與外食費之支出比例愈高，對物價上漲的感受愈強烈。(詳圖 4) 

圖圖圖圖 4        近近近近 18 月臺中市月臺中市月臺中市月臺中市 CPI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類類類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各細分類指數指數指數指數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波動與漲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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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各項商品與服務中，通常民眾對經常購買者或支出比例較高者之

漲跌，有較深刻的印象，相反地，對久久購買一次或支出比例較低者，

則較無強烈感受。經本文分析，民眾對物價波動的感受與 CPI 總指數的

漲跌不盡相同，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 2 點： 

1. 經常購買的商品或服務，其波動程度與上漲幅度較高，致使民眾對於

物價波動的感受較為強烈： 

(1) 購買頻度較高之指數變動幅度較大，上漲幅度亦較高。 

(2) 在商品類指數中，非耐久性與半耐久性消費品指數之波動幅度與

平均漲跌率皆高於耐久性消費品。 

2. 每個家庭對各項商品或服務的支出比例不同： 

(1) 商品類指數波動幅度較服務類大，對商品類支出比例愈高之家庭

而言，對物價波動的感受愈強烈。 

(2) 在服務類指數中，雜項服務與外食費之指數波動幅度與上漲率均

較大，若民眾對此二項之支出比例愈高，對物價上漲的感受愈強

烈。 

    本市除發布消費者物價總指數、7 大分類指數與 40 中分類指數之

外，也編算與民眾感受較為貼近之相關分類指數：按購買頻度別分類指

數與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除供一般民眾參考外，若各局處依據物價

指數訂定相關施政決策時，亦應多參照各項分類指數，以符合民眾之感

受。     

 

 

 

 

 

 

 

 



 

 

7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包含項目包含項目包含項目包含項目

總指數總指數總指數總指數 1000.00
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 444.16

  非耐久性消費品 304.32 如食物(除外食)、能源、衛生紙、牙膏等家庭消耗用品

  半耐久性消費品 59.87 如衣著、餐具、枕頭、書籍、運動用品等

  耐久性消費品 79.97 如家具、家電、汽機車、手機、電腦等

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 555.85

  外食費 102.75 含各類餐飲、小吃、冷熱飲、營養午餐等

  衣著服務 0.61 如衣著修補費等

  居住服務 185.44 如住宿費、水電維修、住宅管理費等

  交通及通訊服務 79.03 如車票、郵資、通訊費、停車費、汽機車保養等

  醫藥保健服務 32.38 如掛號費、門診部分負擔、看護費、健康保險費等

  教養娛樂服務 126.24 如學雜費、補習班學費、國內外旅遊、有線電視租用等

  雜項服務 29.40 如保母費、剪燙髮、考試報名費等

     每月至少購買1次 272.08 如蔬菜、水產品、包裝茶飲料、外食、油料費等

     每季(未及每月)至少購買1次 158.85 如部分蔬菜水果、沙拉油、調理油、計程車資、沐浴用品等

     每半年(未及每季)至少購買1次 103.47 如部分水果、部分酒類、衣著、國內旅遊、保健食品、書籍等

     每年(未及每半年)至少購買1次 117.85 如毯子、涼被、旅館住宿費、彩粧及香水等

     每年購買少於一次 201.01 如家具、家電、水電維修、國外旅遊團費等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說明1：因蔬果查價項目為月變動權，故按購買頻度別分類表列權數為1月至12月平均資料。

說明2：按購買頻度別各分類指數均不含設算租金，故各分類權數加總不等於1,000。

分類指數分類指數分類指數分類指數

按按按按

商商商商

品品品品

性性性性

質質質質

別別別別

分分分分

類類類類

度度度度

別別別別

分分分分

類類類類

按按按按

購購購購

買買買買

頻頻頻頻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商品性質分類與購買頻度分類指數內涵商品性質分類與購買頻度分類指數內涵商品性質分類與購買頻度分類指數內涵商品性質分類與購買頻度分類指數內涵 

 

 

 

 

 

 

 

 

 

 

 

 

 

 

 


